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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者郭伟分37章系统介绍了腔内血管外科技术的基础知识和临床应用，全面讲解了主动脉夹
层、胸及腹主动脉瘤、下肢动脉硬化、头臂动脉狭窄、内脏及周围动脉瘤、肾动脉及肠系膜动脉狭窄
、静脉曲张、静脉血栓、布-加综合征、血管创伤和血管畸形等疾病的病因、诊断以及腔内治疗技术，
重点阐述了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下肢动脉硬化闭塞以及静脉曲张的临床诊治。
《腔内血管外科学》内容全面，图文并茂，是一部血管外科高端参考书，适合普通外科医师，血管外
科临床、科研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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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进入20世纪90年代，血管腔内技术发展的步伐显然加快了。
如果说镍钛合金支架的研制成功使狭窄性动脉病的腔内治疗逐步走向成熟，那1991年Parorli报道将支
架型血管成功应用于临床绝对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标志着扩张性动脉疾病真正微创腔内治疗的开始
。
分叉支架型人T血管、三分又支架型血管、多分支支架型血管、开窗支架型血管等在此后的10年中应
运而生。
从真性动脉瘤到假性动脉瘤再到主动脉夹层，从肾下主动脉到胸主动脉再到胸腹主动脉、主动脉弓和
升主动脉。
经验在飞速积累，挑战在不断延续。
20年前，腔内仅适用于局限性病变，而外科适合所有不同程度病变。
有严重并存疾病的患者不能接受外科，但同样因病变弥散也不适合腔内。
但支架和支架型血管改变了现状，让更复杂的病变能够进行腔内治疗。
患者需求和技术发展推动了天平逐步向腔内治疗倾斜。
如果说血管腔内技术是在最近20年内逐步走向成熟的话，设备和器材发展对技术的推动功不可没。
如今，先进的血管成像系统不仅让我们能够以更少的辐射剂量和对比剂、更快的速度观察到更大范围
、更微细的血管、更细致的病变，不仅是血流，而且包括血管壁和血管外组织。
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化。
这是行使高质量血管腔内技术的重要保证。
腔内器材的改进也体现在技术实施的每一个环节：从不同部位、不同质地、不同型号的穿刺套装到操
作完成后的封堵装置；从不同形状、直径、长度、质地的导丝导管与鞘管到制作工艺精良的多种材料
、形态、特点的球囊与支架。
一切正在向更方便、更实用、更精细的方向发展。
更细的导丝平俞和单轨操作系统、携载药物的球囊与支架、旋切与旋磨、冷冻与内照射、激光与血管
内超声⋯⋯腔内处理血管病变我们有更多选择。
从动脉狭窄性疾病到扩张性疾病、从静脉阻塞性疾病到反流性疾病、从后天获得性血管疾病到先天性
血管畸形，m管腔内技术几乎影响到每一类血管疾病的治疗。
开口病变、分又病变、多阶段病变、长段闭塞病变、栓塞与栓病变、动脉瘤等，无不留下腔内治疗方
式、方法和结果的证据。
不仅如此，腔内治疗引起的并发症也正越来越多的通过腔内方法解决。
随着腔内技术的发展，腔内治疗即时失败率、需紧急外科干预率和临床恶化率也将逐步降低。
药物支架与球囊、分支支架、器材微型化、低毒性对比剂、各种再通技术和支架及支架型血管的合理
化设计终将成为现实，并将成为改善腔内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
这些现状与发展成果已经和正在改变血管疾病的治疗模式。
从美国多个数据库获得的住院患者资料表明：随着支架和输送系统的不断改进及血管腔内治疗技术的
不断成熟，对于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以及外周血管疾病等，接受腔内治疗的患者数量呈逐渐增多的
趋势，而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数量则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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